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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发展太阳能产业政策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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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 ,我国的能源问题凸现 ,长远来看 ,可再生能源是国家发展的最终选择。从我国太阳能的现状、问题

出发 ,结合国外太阳能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 ,围绕如何促进我国太阳能产业发展给出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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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问题是当今世界的重大问题之一。能源

既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保障 ,同时能源消

耗又会对环境产生巨大影响。70年代引发的世界

石油危机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关注可再生能

源的发展。80年代常规能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污

染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得各国政府加大了对可再生

能源的研究和投入力度 ,并把建立安全、可靠、稳定

的能源供应保障体系作为国民经济的战略重点之

一。进入 90年代 ,联合国全球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

了《二十一世纪议程 》,可持续发展成为了当今世界

发展的主流 ,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成为世界能源可

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我国正面临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人口增

长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为了满足经济和

社会发展需要 ,如果不改变现有的能源利用模式 ,

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束缚经济发展的能

源短缺和资源枯竭的严峻环境问题。中国已不再

具备沿袭发达国家以高能源消费和高资源消耗为

支撑的现代化道路的国际环境 ,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不仅受到国内资源和环境的严重制约 ,而且面临全

球环境容量空间限制的更严重的威胁。

国际环境以及我国经济发展和能源后续共给

不足的现实情况 ,为了维护我国的国际形象 ,同时

也为了国家的经济安全 ,必须积极探索可再生能源

的利用方法。

1　我国太阳能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90年代开始我国政府开始逐步重视可再生能

源的发展与利用 ,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规章

等 , 2006年 1月 1日我国第一部可再生能源法正式

开始实施 , 2007年我国政府出台了五年之内发展可

再生能源的措施。

太阳能是我国《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 》

中重点发展的可再生能源之一 ,根据规划到 2010

年 ,太阳能发电将达到 180万千瓦 ,到 2020年 ,要使

中国太阳能热水器总集热面积达到 2. 7亿平方米 ,

光伏发电总容量将达到 100万千瓦。这一发展目标

预示着 ,在今后几年内 ,我国太阳能将进入一个快

速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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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我国太阳能资源现状

我国地处北半球 ,南北距离和东西距离都在

5000公里以上。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 ,太阳能资源

非常丰富 ,至少是风能资源的 100倍 [ 1 ] ,理论储量每

年达 17000亿吨标准煤 [ 2 ]。

全国范围来看 ,资源分布较为广阔 ,约 2 /3的国

土面积年日照小时数在 4千瓦时 /平方米以上 ,图 1

展示了我国太阳能的分布情况。其中西藏日辐射

量最高甚至达到 7千瓦时 /平方米 ,年太阳辐射总量

大于 5000兆焦 /平方米 ,属于太阳能利用条件较好

的地区 (图 1) ,发展太阳能相关产业有着良好的资

源优势 ,开发利用潜力巨大 [ 3 ]。

图 1　我国太阳能分布图 [ 4 ]

1. 2　太阳能产业现状

目前我国太阳能的利用主要包括太阳能光伏

发电和太阳能热能两个方面 [ 5 ]。

1. 2. 1　太阳能热能利用

我国太阳能热能利用发展较为成熟 ,已形成较

完整的产业体系 ,太阳能光热产业的核心技术遥遥

领先于世界水平 ,其自主知识产权率达到了 95%以

上。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太阳能集热器最大的生

产和使用国 , 2006年全国太阳能热水器累积使用已

达 9 000万立方米 [ 6 ]
,占世界总量的 76%。1 000多

家太阳能热水器生产企业 ,每年创造的总产值近

120亿元 ,为社会提供了 20多万个就业机会 [ 7 ]。

我国的太阳能热利用产业 ,无论在规模、数量、

市场成熟度方面 ,还是在核心技术、民族品牌方面 ,

都领先于世界水平。

1. 2. 2　太阳能光伏发电

太阳能光伏技术开始于 20世纪 70年代 ,主要

用于空间技术 ,而后逐渐扩大到地面 , 2000年以后

受到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国际项目、政府项目的启

动和市场的拉动 ,光伏发电方面进展明显 ,形成了

我国的光伏发电产业 [ 8 ]。全国光伏电池及组装厂

已有 10多家 ,制造能力达 10万千瓦以上。到 2006

年年底 ,全国光伏发电的总容量约为 2000多兆瓦 ,

主要用于解决偏远地区居民的用电问题。除偏远

地区和特殊领域 (通讯、导航和交通 )供电项目外 ,

我国也开始着手进行屋顶并网光伏电示范项目 [ 9 ]。

1. 3　太阳能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 3. 1　太阳能技术发展不平衡

作为我国发展较为成熟的太阳能热能利用 ,尽

管在同类技术、市场上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但是

太阳能热能利用主要集中在传统的热水器方面 ,在

太阳能热能发电、高分子材料、太阳能与建筑相结

合等技术应用领域没有突破 ,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发

展相比 ,产业强而不大 [ 10 ]。

尽管我国多晶硅的产量从 2001年的 40吨增长

到了 2007年的 1 100多吨 [ 11 ]。但是严格意义来讲

我国的光伏发电产业只能属于是一个加工产业 ,光

伏发电原材料 90%以上至今仍然需要进口 ,超过

90%利用太阳能的产品出口国外 ,企业拿到的只是

5% ～6%的加工费 [ 12 ]。

表 1　中国 2006年太阳能电池生产量、销售量和出口量情况统计 [13 ]

产品

名称

计量

单位

企业

家数

本年生

产量

本年销

售量

本年出

口量

硅太阳电池 kW 5 (家 )
557 225

( kW )

515 961

( kW )

492 666

( kW )

1. 3. 2　太阳能产业产品无法完全满足市场需求

太阳能热能利用方面的产品中 ,大部分产品化

程度不高 ,系统质量存在着不稳定因素。同时多数

生产商不重视对现有产品的升级换代 ,产品不能完

全满足当前消费者需求 [ 14 ]。

光伏产业产品成本居高不小 ,在国内市场无法

打开。国内光伏产业的产品线较窄 ,厂商的产品战

略依据主要是国外的市场需求 ,仅集中在光伏产业

360622期 刘慧芬 ,等 :我国发展太阳能产业政策刍议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某一个或者几个领域 [ 15 ]。

1. 3. 3　行业服务、产品质量不高。

太阳能热水器质量问题实有发生 ,整个行业服

务质量普遍不高。许多热水器生产厂商仅仅是制

造、销售 ,根本没有售后服务队伍。有的厂家并不

是服务与渠道并行 ,只重视销售渠道的建设 ,忽视

服务队伍的建立。而行业标准的缺乏导致整个市

场假冒伪劣产品泛滥 ,产品质量的良莠不齐给整个

行业带来了隐忧 [ 16 ]。

1. 3. 4　光伏发电推广难

我国光伏发电的应用范围较小 ,局限在西部日

照时间长、强度大的地区。光伏发电设备不仅数量

极少 ,而且其中相当部分已经因为资金以及技术原

因退出使用。在我国的 1 000多座离网光伏电站中

普遍存在着 ,电站项目完成以后 ,在运行过程中遇

到问题时的后期维护问题 ,给电站正常运行带来了

一定的影响 [ 17 ]。

2　我国太阳能发展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造成我国太阳能发展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的主

要原因还是因为政策和实施细则方面的缺失。尽

管我国于 2006年出台了《可再生能源法 》,但是国

家尚未制定一套完整的配套政策和实施方案。

2. 1　国家对太阳能产业发展扶持不到位

2. 1. 1　技术扶持不到位

作为科技含量较高的产业 ,技术是太阳能产业

发展壮大的关键。但是目前我国对太阳能产业包

括技术人才培养、技术研发以及引导产业技术发展

方向等方面的政策是缺失的 [ 18 ]。

2. 1. 2　市场扶持不到位

由于太阳能发电成本高、能源共给的间歇性、

生产不连续等缺陷 ,导致自发的市场需求较少。加

之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缺乏明确的发展目标 ,虽然

国家逐步加大了对太阳能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但

由于没有建立起强制性的市场保障政策 ,政策当中

存在着许多不不明确的因素 ,稳定的消费市场无法

形成 [ 19 ]。

2. 2　政策准备不足

我国太阳能产业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关

键的阶段 ,上至国家下至整个社会将我国的太阳能

的推广和发展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相关政

策也开始由原来的单一的、项目化的政策逐渐在向

系统化的政策转变。各种政策准备不足 ,在没有经

过详细全面的论证就已经推出 ,导致其缺乏合理

性。一些政策没有考虑的客观的现实情况 ,在具体

细化、落实时出现了问题 ,实施时反而使某些区域

太阳能产业的发展落入了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 ,阻

碍了太阳能产业的发展 [ 20 ]。

2. 3　缺乏统一协调

太阳能的推广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多方面

的协调 ,但是现有的政策多数是由某一个或者某几

个部门制定而成 ,政策来源也较为广泛 ,其中包括

规划、能源、科技、财政等各个部门 ,政策彼此之间

缺乏协调和统一性 ,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没

有形成统一的发展线路和规划 ,经济激励机制过于

单一、规模较小、缺乏连贯性、执行过程中随性较强

等缺点 [ 21 ]。

2. 4　规范的市场体系尚未建立

2. 4. 1　进入门槛过低

国家对太阳能热水器没有制定相应的市场规

范 ,市场准入的门槛相对较低 ,大量的生产商的涌

入造成了一些技术落后、质量较差的产品在市场上

流通 ,阻碍了一些高技术水平厂家获得充足的资金

来进行技术创新以及发展壮大 ,也阻碍了产业走向

成熟 [ 22 ]。

2. 4. 2　中介市场不完善

与太阳能产业紧密相关的中介市场还没有形

成 ,产业发展中涉及到的资源、技术评价、产品检

测、认证以及技术转让等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阻

碍了技术从实验室向市场的快速过渡 ,也使得质量

监督的职责无法履行 ,劣质产品进入市场有了可乘

之机 [ 23 ]。

2. 5　缺乏对公众的普及教育和激励

尽管太阳能的广泛运用对于国家能源安全、经

济长远发展等方面都有着积极意义 ,因为世界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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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企业出于未来市场前景的考虑 ,会加大对太阳

能产业的投入。但是政府和社会却忽视了对普通

公众的宣传教育 ,未能有步骤有计划的让他们系统

的了解我国当前的能源状况以及太阳能等其他可

再生能源对于国家、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性 ,整

个社会完全忽视了公众在发展整个可再生能源过

程中的作用 ,没有积极有效的将公众调动起来参与

到可再生能源的推广中来。

此外当前我国所有包括太阳能在内的各种可

再生能源的经济激励政策都是针对能源的供给市

场 ,缺乏对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者或最终用户的经济

激励政策。发展太阳能产业对生产企业的经济补

助是一个方面 ,但是资金、优惠政策对产业的直接

扶持毕竟有限 ,还应该制定一套政策用以鼓励消费

市场使用可再生能源。

3　国外较为成熟的太阳能产业发展现状及

其成功经验

　　国外许多国家太阳能技术应用已经非常广泛 ,

如欧盟、美国等太阳能产业的商业化程度已经非常

高 ,而在以色列太阳能热水器的普及率以及高达

85% ,日本已经于 1992年实现了太阳能与地方电网

的联网 ⋯. . 在众多国家中 ,太阳能能源利用最为成

功的则是欧洲的德国、美国和日本。

3. 1　国外较为成熟的太阳能产业发展现状

3. 1. 1　德国

处于国家能源安全方面的考虑以及切尔诺贝

利核电站灾难的负面影响 ,德国政府于 20世纪 80

年代开始着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节能 ,并积极进行

可再生能源方面的研究和推广。

德国一年到头雨水不断 ,有 2 /3的时间没有阳

光照射 ,但这仍然不影响其仍然成为世界领先的太

阳能大国。太阳能在德国是一个繁荣兴旺的产业 ,

并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工作岗位。2005年 ,业内企

业营业额达 37亿欧元 ,相关产品产量增速达 5倍 ,

比其他国家的平均增长水平高出近一倍 ,其中有

25%的产品用于扩大国家出口额 [ 24 ]。从业公司约

5 000 家 ,从业人数包括研发和服务超过 42 000

人 [ 25 ]。数据显示全球有大约 1 /4的太阳能电池来

自德国 ,从 2000———2005年德国所占的市场份额一

直保持在 10%左右。

德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太阳能光电市场最大的

国家 ,其太阳能发电技术位居世界前列 , 2005年德

国太阳能光电比例为全国用电总量的 10. 2% ,预计

到 2020年将上升到 20% [ 26 ]。

3. 1. 2　美国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太

阳能等清洁能源的推广 ,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绩。

最近几年美国太阳能产业发展迅速 ,也日益兴

旺 , 2005年太阳能产业为美国社会创造了 10万个

就业机会 ,仅光电池产业就吸收了 1. 35万名员工。

美国能源部联合建筑业者 ,发起了一项计划 ,

根据这项计划 ,新的建筑物将以效能较高、维修费

用较少的替代能源设施 ,取代传统的加热或冷却设

备 ,旨在在未来 20年内推动美国人减少 50%用电

量。在未来几年内 ,美国有望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

世界上太阳能使用最多的国家。

3. 1. 3　日本

众所周知 ,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是一

个几乎没有任何化石能源储藏的亚洲国家 ,该国家

经济发展、社会生活中所需要用到的各中化石能源

全部需要从国外进口。20世纪 70年代以来 ,日本

政府为了解决石油危机和环境污染问题 ,成立了专

门机构加强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技术研发和推广

普及工作 [ 27 ]。

随着日本技术的发展 ,太阳能开发利用逐步扭

亏为盈、并呈现速度倍增的趋势。日本已经开始逐

步普及太阳能 ,很多家庭都购买了太阳能发电装

置。从 2000年到 2007年 ,太阳能光伏发电、太阳电

池产量连续七年位居世界首位 ,约占世界的总体产

量的 1 /2
[ 28 ]。

日本特别重视太阳能光伏发电的发展 ,到 2005

年底 ,累计安装使用量达到 142万千瓦 ,占世界市场

的 44% ,光伏组件产业世界前 10大厂商有 4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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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 29 ]。并且现阶段日本的太阳能企业掌握着世

界上大部分的太阳能专利。

3. 2　国外发展较为成熟的太阳能市场的成功经验

3. 2. 1　系统的政策支持是关键

纵观德国、美国和日本的太阳能产业的迅速发

展 ,得益于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 ,系统的政策对产

业的发展起到了一个极为关键的作用 ,在太阳能产

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扶持。同

时由于产业的不断发展 ,原有政策将不再适应新的

产业情况 ,这就要求政府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 ,不

断的对旧的政策进行修改 [ 30 ]。以德国为例 , 1990

年 ,德国联邦议会批准了《电力购买法 》,并启动

1 000屋顶计划 ,德国光伏产业开始起步。随着产业

的进一步发展 ,德国议会于 2000年通过了《可再生

能源法 》,并于 2004年进行了修订 ,施行购电补偿

法 ,根据不同的太阳能发电形式 ,政府给予为期 20

年 , 0. 45 - 0. 62欧元 /千瓦时的补贴 ,每年递减 5 -

6. 5%。购电补偿法的推出成为德国光伏市场增长

的催化剂 ,在推出后的短短几年之内 ,德国光伏市

场迅速发展 ,一举超过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光伏市

场 [ 31 ]。相反 ,曾连续七年稳居世界太阳能光伏发

电、太阳电池产量第一位的日本 ,由于在 2005年取

消了对住宅用太阳能发电的补贴 ,导致国内相关产

业开始萎缩 ,产业发展放缓 ,从而丧失了其世界第

一的地位 [ 32 ]。

3. 2. 2　不断的科研投入

太阳能产业的普及 ,不仅需要大量而系统的政

策支持 ,还需要政府对相关技术的关注以及不懈努

力。成功的研发不仅有助于攻克技术难关 ,形成新

的市场 ,还有利于大幅度降低成本 ,这才是产业推

广的关键。由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在太阳能

产业方面的投入 ,在过去的 25年间 ,太阳能发电成

本下降了 95%。美国政府在太阳能技术方面投入

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 ,美国太阳能光伏发电已经形

成了从多晶硅材料提纯、光伏电池生产到发电系统

制造比较完备的生产体系。为了进一步降低太阳

能光伏发电系统的生产成本 ,美国政府最近制定了

阳光计划 ,大幅增加了光伏发电的财政投入 ,加快

多晶硅和薄膜半导体材料的研发 ,提高太阳能光伏

电池的光电转化效率。预计到 2015年 ,美国光伏发

电成本将从现在的 21 - 40美分 /千瓦时降到 6美

分 /千瓦时 [ 33, 34 ]。

3. 2. 3　积极开拓消费市场

德、美、日三国的太阳能发展还与其在太阳能

消费市场推广中所做出的努力有关 [ 35 ]。

一方面这三国均对太阳能的消费者进行了一

系列的使用补贴使得太阳能得以迅速推广。日本

为了达到京都议定书的减排要求 ,在国内大力推广

太阳能。但是太阳能发电在日本发展初期 ,由于消

费市场规模不大 ,单位成本非常高。日本为普及太

阳能 ,对使用太阳能的用户进行补贴 ,用户安装太

阳能设备的补贴比例高达 50% ,同时政府还承诺太

阳能电力可以入网 ,由政府高价收购 ,太阳能产业

得以快速发展 ,市场价格也随之大幅下降 [ 36 ]。

另一方面 ,从这三个国家的实例来看 ,增强民

众的使用清洁能源方面的环保意识也非常重要 ,通

过有计划的对民众进行太阳能或者环保的宣传教

育 ,提供全民的整体素质 ,使环保意识深入人心 ,也

有利于太阳能的推广。由于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

电力相对于传统电力价格较高 ,为此美国政府采取

了各种方式让公众了解和接受。美国许多州推行

了教育扩展计划 ,通过开展可再生能源运动、项目

示范计划增加社会公众对绿色电力的了解 [ 37 ]。

3. 2. 4　重视非盈利组织的作用 ,建立平台 ,调动社

会各方广泛参与

　　太阳能的推广需要到整个社会的每一个方面

的参与 ,这就需要政府能够充分利用社会中的每一

个单元 ,将他们有机的联合在一起 ,共同来推进太

阳能产业的不断发展。德、美、日三国非常重视非

盈利组织在实现国家整体目标中的作用 ,他们利用

清洁能源利用中的各种非盈利机构搭建了一个非

常好的平台 ,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日本为

推广清洁能源 ,专门成立了一个日本新能源产业技

术综合开发机构。该机构致力于为新能源的开发

提供基础性的调查研究情报和为新能源普及的各

种支援活动展开各类宣传 ,同时还负责向国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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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方面的各种政策建议。以该机构为桥梁 ,融

合了日本政府各方的力量来发展包括可再生能源

在内的各种清洁能源 ,并使得各项新的研究成果能

够迅速运用 [ 38 ]。

4　发展我国可再生能源的政策建议

太阳能产业的开发利用 ,从中长期来看 ,是一

项有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事业。作为一个致力

于提高全人类生活质量的负责任的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 ,我国应该且有能力为太阳能产业的发展做出

应有的贡献。

研究表明一项太阳能产业技术从研发到最终

能够大规模的产业化需要数十年的时间 ,在产业发

展的初期 ,政府的政策支持无疑是推动太阳能产业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快速发展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

国外发展太阳能产业的成功经验的一个共同点在

于 ,国家出面以各种方式由上至下的促进太阳能产

业的产业化发展。

为此 ,我国太阳能产业的产业化必须由政府的

扶持 ,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引导作用 ,必须通

过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促进太阳能产业的快速发展。

4. 1　建立完善系统的政策体系

从我国太阳能产业发展的现状问题来看 ,完善

的政策体系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

4. 1. 1　同时关注供给市场和消费市场

可在能源政策所关注的重点不应该仅仅只是

太阳能产业的供给者。今后的政策发展应该从太

阳能产业的供给者和消费者两方面着手。一方面

通过制定系统的产业发展政策调动太阳能产业的

生产者、投资者等供方的积极性 ,通过不断的开发

新技术增大太阳能产业的供给量和生产成本 ;另一

方面还政府政策还应关注太阳能产业消费市场培

育 ,特别是在太阳能产业发展的初期 ,在其与传统

能源相比还处在劣势的情况下 ,通过政策培育持续

的太阳能产业的消费市场 ,引导能源消费市场做出

选择 ,才能保证供给方的投资信心和投资回报 ,进

而才能确保太阳能产业的长远发展 [ 39 ]。

4. 1. 2　多种政策同时作用

不能仅仅依赖一项或者几项政策 ,太阳能产业

发展过程中涉及到的问题是多方面 ,需要解决的问

题也是多方面的 ,应当制定包括市场扩展、强制购

买、鼓励竞争、产业促进、经济补偿和技术开发等在

内的一系列政策 ,从多个方面多角度对太阳能产业

发展进行推动 ,形成完善的政策体系 [ 40 ]。

4. 1. 3　地方性政策应有针对性

在保证统一的太阳能产业发展大目标的前提

下 ,各地方围绕总目标所制定的地方性政策应能够

准确反应该区域的太阳能产业特征。太阳能产业

有着较强的区域性特点 ,各地区因为地理位置的不

同 ,太阳能产业的具体发展策略也会有所不同。各

级政府应根据发展规划的要求和资源的区域特点 ,

以科学的资源评估和环境评估为基础 ,因地制宜 ,

制定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太阳能产业发展政策 [ 41 ]。

4. 2　发展经济激励体系

太阳能产业有着极大的社会效益 ,但是太阳能

产业的推广却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 ,而市场的自我

调节是不会将社会效益纳入考虑的范围的。作为

一种尚在成长阶段的新技术 ,太阳能产业的发展需

要政府的经济政策加以支持。

4. 2. 1　财政补贴

财政补贴应从两方面进行 :太阳能产业项目的

各个阶段都涉及到大量的资金 ,需要长期的资金支

持 ,同时太阳能产业自身的成本缺陷 ,导致其无法

直接与常规能源进行竞争 ,所以政府应对投资者进

行补贴 ,可以通过投资补贴和产出补贴进行。

另外政府也需要制定补贴政策来促进消费市

场的形成与扩大 ,通过对最终用户进行经济上的补

贴达到扩大消费市场规模的目的 ,进而刺激供给 ,

激发投资者技术创新、扩大生产量规模 ,而大规模

的生产可以摊薄固定投资成本 ,最终达到降低单位

成本的目的 [ 42 ]。

4. 2. 2　税收优惠

与财政补贴政策相类似 ,税收政策也需要从两

方面着手 ,政府通过税收手段调节供给市场和消费

市场上个体的行为。一方面对太阳能产业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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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及生产企业提供各种形式的税收优惠。这也

是我国目前较为普遍的一种经济激励方式 [ 43 ]。

另一方面 ,制定强制性税收政策。该政策主要

是针对能源消费市场上的主体征收的 ,通过对能源

的最终使用者收取一定数额的“能源税 ”、“环境税 ”

等强制方式 ,引导能源消费市场调整能源使用结

构 ,扩大太阳能产业的使用比例。

4. 2. 3　信贷支持

成立专项太阳能产业信贷基金 ,制定详细的信

贷制度 ,由专门的太阳能产业发展部门 ,对资金的

使用者进行审批 ,对不同的项目、投资者设定不同

的贷款额度、贷款条件以及规模。通过低息信贷的

方式 ,对有价值的太阳能产业项目提供必要的资金

支持。

利用好国内国外两种资金。由政府出面担保 ,

帮助投资者从国内外的金融机构融入项目中资金 ,

解决太阳能产业项目贷款难的问题。鼓励外商投

资 ,由政府出面牵线搭桥 ,制定太阳能产业领域的

外商投资优惠政策 ,协助国内的太阳能产业项目找

到合适的外商投资者 [ 44 ]。

4. 2. 4　价格优惠

按照不同的太阳能产业类型 ,制定相应的价格

政策 ,要求地方电网以优惠的价格将“绿色电力 ”并

入电网。对于同一种太阳能产业 ,由于太阳能产业

具有间歇性 ,许多太阳能产业项目实际上是混燃项

目 ,应制定多级优惠价格。不仅使所有参与到太阳

能产业发展中的项目都能够获益 ,而且多级优惠价

格能够起到很好的激励项目主体改进技术提高太

阳能产业利用比例的作用。

国外许多国家在太阳能产业发展初期都采用

过价格优惠的政策 ,以解决投资者的后顾之忧。我

国目前太阳能产业产业规模不大 ,需要补贴的资金

数额也不大 ,为此价格优惠将是一个现实可行、且

切实有效的政策。

4. 2. 5　研发资助

政府每年都应拨出一定比例的财政资金 ,针对

国内太阳能产业发展过程中技术问题 ,按照招投标

的方式 ,有选择性的资助某些技术领域的研发 ,引

导国内研究机构的研究方向。太阳能产业技术涉

及到基础研究领域和应用研究领域 ,但高校、科研

院所以及企业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 ,往往更多地关

注短期效益 ,绝大多数都着眼于当前热门领域或能

够较快获得经济回报的领域 ,对与太阳能产业长远

发展密切相关的技术领域涉猎较少。这时 ,政府就

需要介入研究领域 ,对研究机构的研究重点加以引

导 ,兼顾研发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从而促进社

会整体效益的提高 [ 45 ]。

4. 3　市场保障制度

制定太阳能产业电力的强制上网政策 ,在发展

初期 ,通过强制要求电网企业将范围内生产的太阳

能产业电力以规定的优惠价格无条件并入电网 ,由

此产生的额外成本 ,政府再通过其他方式进行补贴。

依靠政府的强制手段为太阳能产业建立一个

稳定持续的消费市场 ,这种方法在国外非常普遍 ,

是国外太阳能产业发展的基石。

4. 4　技术引进与自主研发双管齐下

我国太阳能产业发展起步较晚 ,尽管取得了一

定的成绩 ,但是与发展太阳能产业较为成功的国家

相比 ,还存在着差距。为了尽快解决太阳能产业体

系不完整的现实问题 ,政府应该为企业引进国外的

先进技术和设备提供相应的政策环境和平台 [ 46 ]。

但仅仅依赖技术和设备进口不是产业发展的

长远之计 ,在向外寻求技术支持的同时 ,政府也应

有效地引导产学研结合 ,促进太阳能产业产业技术

的国产化。利用企业的资金实力 ,结合高校科研院

所的技术力量 ,引导技术从实验室快速走向市场 ,

形成“政府搭台、企业与研究所唱戏 ”的局面 ,推动

太阳能产业产业的不断发展。

4. 5　建立产业配套体系

产业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整合社会多

方面的资源 ,需要各种相关部门、产业的通力合作

与协调。从其他产业的发展可以看出 ,为促进太阳

能产业的发展壮大 ,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太阳能产业

体系 ,在当前情况下 ,应从多方面入手。

首先 ,建立和完善产业配套市场。为整合社会

各方面的太阳能技术资源 ,应尽快加强社会上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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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检测、认证、咨询等产业服务功能的建设 ,加快

中介市场的培育 , 形成一套完善的技术转让

体系 [ 47 ]。

其次 ,产业人才的培养。一方面高校应该针对

产业发展的需要设置相应的专业 ,为太阳能产业培

养专业人才 [ 48 ]。另一方面 ,还应学习国外先进的经

验 ,积极引进国际人才。双管齐下 ,通过这两种方

式来全面提高太阳能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服

务水平。

4. 6　加强太阳能产业方面的宣传教育

要逐步改变广大公众现有的能源消费观念 ,建

立新的能源消费观念。对全社会进行科普教育 ,引

起广大公众对太阳能产业的重视 ,得到他们的理解

和支持 ,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正确的能源消费氛围。

普通公众是这个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因为他们

是太阳能产业的最终使用者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很

长的一段时间内。太阳能产业的利用成本将高于

一次能源的利用成本 ,只有激发起公众对太阳能产

业的重视 ,太阳能产业才有可能在没有克服成本缺

陷的情况下大规模的进入市场 [ 49 ]。

4. 7　建立平台 ,融合各方力量

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可再生能源协会 ,按照可再

生能源的类别下设若干个专业委员会。将协会作

为一直重要的促进力量 ,在我国的可再生能源政策

制定和具体实施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作用。

由于历时原因 ,我国一直都不太重视科技社团

在国家政策制定和推广过程中的作用 ,忽视了这一

支强大的民间力量。通过科技社团不仅可以将我

国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科技人员和专家组织起来 ,进

行学术交流 ,技术攻关 ,还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桥

梁作用 ,连接产业和技术 ,使技术领域的成果能够

迅速得以在产业界展开。同时协会的会员来自与

可再生能源相关的各个领域 ,不单只有技术领域的

专家 ,还有企业界人士 ,他们可以为国家制定产业

政策提供很好的咨询意见和信息情报 ,能帮助政府

制定更为有效的政策。而且协会还可以利用其社

会第三方的身份 ,成为这些政策以及改革目标的重

要推手 [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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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ion s for D evelopm en t of Solar Energy Industry in Ch ina

L IU Hui2fen, SH I Zhan2zhong
(Antai College of Econom ics & Management, Shanghai J 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P. R. China)

[ Abstract] 　W ith the econom ic development, the shortage of energies in China is outstanding. In the long sight,

renewable energies are China’s final choices.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offers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lar energy industry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omestic solar energy industry, its p roblem s

and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of foreign solar energy industries.

[ Key words] 　solar energy　　current industrial situation　　current p roblem s　　successful experiences　　

suggestions for the policy making

0706 科 　学 　技 　术 　与 　工 　程 8卷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